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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充分利用研究区的野外露头，特别是露头所显示的砾石排列方向和各种层理构造、地震资料、岩芯重矿物资

料，系统分析了能够指示物源方向的 4 种参数—古水流方向，地震反射特征、重矿物稳定系数及组合分异特征、鸡西盆

地早白垩世沉积特征，结果表明，这 4 种参数的匹配情况良好，总体显示城子河组时期盆地大致存在西部和东南部两

个方向的物源，其中西部物源为主要物源区，分别从西北、西部以及西南 3 个方向供给盆地沉积物，东南部物源区为次

要物源区，影响范围较小; 穆棱组时期基本继承了城子河组时期的物源体系，只是源区相对后退，反映出从城子河组

到穆棱组为水进和湖盆范围变大的过程，东南部物源的影响范围较城子河组时期变大。利用重矿物组合特征进行源

区对比，认为盆地西部物源区为小兴安岭—张广才岭造山带，盆地东南部物源来自延吉褶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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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鸡西盆地是黑龙江东部中生代重要含煤盆地，整

体位于前中生代佳木斯地块之上，呈 NE 向展布于敦

密断裂西北侧( 图 1 ) 。该盆地属大三江盆地群的范

畴，为中生代残余坳陷盆地与新生代断陷盆地叠置而

图 1 区域地质简图( 据孟庆龙，2007 修改)

Fig． 1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 of the study area( medified from Meng Q L，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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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叠合盆地，具有良好的油气前景。最新研究表

明，早白垩世时期大三江盆地群为统一湖盆
［1］①，而

城子河组和穆棱组是统一湖盆发育的两个重要时期。
鸡西盆地位于统一湖盆的南部边缘，并具有良好的露

头、油田施工的地震剖面和钻井资料。本文试图通过

露头砾石排列方向、各种层理构造和岩芯重矿物的统

计分析，结合地震资料解释，研究鸡西盆地城子河组

和穆棱组时期的物源方向和分布。本研究不仅可以

进一步深化对大三江统一湖盆南部物源体系的认识，

而且对鸡西盆地油气勘探也有实际应用价值。

1 地质概况

鸡西盆地位于佳木斯地体的南部边缘，西部紧邻

牡丹江断裂，东部与那丹哈达地体群相邻，东南部为

延吉褶皱带。盆地中部发育横贯东西的平麻断裂及

北东向的恒山隆起，将盆地分为南部盆地和北部盆

地，南部盆地主要包括恒山隆起、穆棱坳陷和平阳镇

断陷，北部盆地主要包括鸡东坳陷( 图 1) 。
鸡西盆地沉积盖层主要由下白垩统滴道组、城子

河组、穆棱组、东山组，上白垩统猴石沟组、海浪组，古

近系永庆组、新近系道台桥组等组成。其中城子河组

( K1ch) 和穆棱组( K1m) 在盆地坳陷期最为发育。城

子河组以陆相含煤碎屑岩建造为主，全盆广泛分布，

平行不整合于下伏的滴道组之上，岩性组合上主要为

灰—灰绿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各粒度砂岩呈不等厚

互层，夹杂色砂砾岩及数十层煤，煤系地层发育是其

重要特征; 穆棱组与城子河组相似，也以陆相含煤碎

屑岩建造为主，全盆广泛分布，与下伏城子河组呈假

整合和局部不整合接触。岩性整体上以灰白色、灰黑

色细砂岩、粉砂岩和灰黑色泥岩不等厚互层为主，夹

多层灰绿色凝灰岩及煤层。煤系地层及凝灰岩发育

是该组的重要特征( 图 2) 。

2 露头古水流特征

古水流方向的判定主要以本区砂岩中的板状斜

层理产状及砾石扁平面的产状为依据( 图 3 ) 。板状

斜层理前积细层面的倾向代表水流方向。叠瓦状排

列的砾石，古流向与叠瓦面的方向相反。
本文将实际测量数据极射赤平投影至吴氏网并

进行未变形产状恢复，古水流恢复结果见图 4。由于

测量数据有限，因此文中也引用了前人在该区的一些

研究数据
［2，3］，从图 4 中可以看出，城子河组时期，盆

地古水流主要流向北东、北北东和南南东三个方向。

图 2 鸡西盆地下白垩统地层综合柱状图

Fig． 2 General stratigraphic and sedimentary sequences
of Lower Cretaceous in Jixi Basin

在南部接近盆地边缘的鸡 D3 井附近，古水流方向为

自南西至北东，北部盆地鸡 6 井附近古水流方向为自

南南西至北北东，至盆地北部边缘，古水流方向为自

北北西至南南东。穆棱组时期，北部盆地古水流的方

向与城子河组时期差别不大，以自南西至北东向为

主，仅在鸡 D6 井东北部地区显示为多个古水流方向

的叠加; 南部盆地的中部古水流显示为自南南东至北

北西，靠近北部边缘古水流显示自南东东至北西西和

自西向东两个优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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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鸡西盆地野外露头观察照片

a． 城子河组砾石定向排列，鸡西市穆棱河北岸; b． 城子河组斜层理，鸡西市穆棱河北岸; c． 穆棱组砾石定向排列，

鸡西—林口县 069 县道旁; d． 穆棱组斜层理，鸡西市滴道区 309 省道北部，电厂东南方向．

Fig． 3 Photos of field outcrops in Jixi basin

图 4 城子河组和穆棱组古水流方向

Fig． 4 Paleocurrent direction of Chengzihe and Muling Formation in Jix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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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鸡西盆地地震测线反射特征图

Fig． 5 The seismic reflection features of Jixi Basin

综合城子河组和穆棱组的古水流特征，推测在城

子河组和穆棱组时期物源方向变化不大，主要存在西

部、南东和北西三个方向的物源，分别从盆地西部、东
南部、北部和恒山隆起区附近注入盆地。

3 地震反射特征

地震剖面的内部终端反射结构尤其是前积结构

具有指示古水流方向的作用。当地层前积方向与地

震测线方向大体一致时，地震剖面上的前积反射形态

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地层的前积方向，指示出沉积物

在平面上推进的主要方向。因此，通过地震反射特征

特别是前积结构的识别，可以指示古水流方向，进而

判断物源方向。
研究区多条地震剖面上都可识别出城子河组和

穆棱组的前积反射结构，北部盆地过鸡 6 井测线两端

显示为中振幅较连续发散状反射特征，中部显示为中

振幅较连续亚平行反射特征，可识别出前积和透镜两

种反射结构，测线北端显示前积方向为自北向南，南

端显示前积方向为自南向北，总体上表现为由盆地边

缘向中心汇聚的特征( 图 5A，a) 。南部盆地过鸡参 1
井测线主要是以中振幅较连续平行—亚平行反射特

征为主，仅在鸡参 1 井附近可识别出前积反射结构，

根据测线位置推测物源可能来自盆地东南部，并且穆

棱组前积范围较城子河组大，说明城子河组时期盆地

东南部物源影响范围较小，至穆棱组时期该方向物源

逐渐加强，影响范围变大( 图 5B，b) 。

4 沉积特征

通过对研究区的野外露头与岩芯观察，单井、连
井分析与地震资料的综合解释，绘制出了鸡西盆地城

子河组和穆棱组的沉积相图( 图 6，7) ，从图 6 可以看

出，城子河组时期整个盆地从西向东，依次由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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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相过渡到滨浅湖相。主要物源来自盆地西部，另

外还有一支物源从盆地南部进入，所携带沉积物卸载

于鸡参 1 井周围。

在穆棱组沉积时期，沉积体系与城子河组时期基

本一致，只是沉积范围扩大，盆地的主体依然是滨浅

湖沉积。物源供给继承了城子河时期的物源供给。

图 6 鸡西盆地城子河组沉积相图

Fig． 6 Sedimentary facies map of Chengzihe Formation in Jixi Basin

图 7 鸡西盆地穆棱组沉积相图

Fig． 7 Sedimentary facies map of Muling Formation in Jix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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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鸡西盆地重矿物统计

Table 1 Heavy mineral statistics of Chengzihe and Muling Formation in Jixi Basin

井名 层位
锆石

/%
白钛石

/%
磁铁矿

/%
钛铁矿

/%
石榴子石

/%
锡石

/%
榍石

/%
电气石

/%
磷灰石

/%
绿泥石

/%
绿帘石

/%
黝帘石

/%
黑云母

/%
磁黄铁矿

/%
角闪石

/%
辉石

/%
鸡 1 K1m 49． 00 8． 70 0． 70 1． 30 0． 00 0． 00 0． 00 2． 00 12． 1 4． 70 0． 00 0． 00 8． 10 12． 8 0． 70 0． 00

鸡参 1 Jm1 22． 75 2． 05 4． 35 10． 43 1． 56 0． 00 0． 00 0． 04 6． 64 0． 07 1． 48 0． 08 43． 95 6． 45 0． 03 0． 00
新鸡 D2 Jml 40． 02 15． 19 1． 18 2． 59 0． 98 0． 07 0． 00 1． 75 4． 41 6． 86 2． 89 0． 04 1． 84 20． 13 0． 09 0． 00

鸡 6 K1m 3． 63 4． 09 0． 09 1． 91 10． 59 0． 09 8． 20 0． 97 1． 86 10． 73 28． 44 0． 08 10． 24 17． 10 0． 00 1． 65
鸡 D3 K1m 18． 9 15． 90 0． 00 0． 00 8． 90 0． 00 0． 00 2． 40 0． 00 1． 90 0． 80 0． 00 4． 80 0． 00 0． 00 0． 00
鸡 D6 K1m 28． 89 9． 38 0． 59 10． 73 2． 70 0． 31 0． 00 0． 67 4． 94 2． 90 5． 04 0． 07 0． 90 32． 33 0． 61 0． 00
鸡 1 K1 ch3 40． 30 4． 05 0． 50 1． 15 0． 00 0． 00 0． 00 1． 15 2． 15 3． 25 0． 25 0． 00 11． 45 35． 70 0． 00 0． 00

鸡参 1 Jch 51． 72 10． 7 5． 49 0． 89 0． 83 0． 22 0． 02 0． 70 2． 94 2． 06 1． 40 0． 00 6． 07 16． 95 0． 00 0． 00
鸡 2 K1 ch 42． 20 10． 2 3． 29 1． 51 2． 00 0． 39 0． 00 1． 58 6． 97 3． 27 1． 79 0． 00 0． 60 26． 67 0． 00 0． 00
鸡 6 K1 ch 8． 77 8． 28 0． 49 1． 11 0． 05 0． 04 0． 00 0． 87 1． 15 0． 21 0． 08 0． 00 0． 08 78． 86 0． 00 0． 00

鸡 D6 K1 ch 22． 18 14． 68 0． 92 2． 62 0． 82 0． 00 0． 00 0． 54 1． 88 21． 14 1． 50 0． 00 0． 66 32． 60 0． 58 0． 00
鸡 D3 K1 ch 23． 50 6． 50 0． 00 0． 00 4． 00 0． 00 0． 00 0． 90 0． 00 4． 40 2． 10 0． 00 9． 40 0． 00 0． 00 0． 00

由于水体范围扩大，西部物源后退，而南部的物源沉

积范围扩大，形成了盆地总体以滨浅湖沉积为主，在

盆地西南部和中部有三角洲前缘延伸入湖的沉积格

局( 图 7) 。

5 重矿物特征

重矿物是指碎屑岩中密度大于 2． 86 g /cm3
的陆

源碎屑矿物。按照其抗风化能力的大小，分为超稳

定、稳定、中等稳定、不稳定和极不稳定 5 种类型。在

矿物碎屑搬运的过程中，随着搬运距离的增加，不稳

定的重矿物逐渐发生机械磨蚀或化学分解，含量逐渐

减少，而稳定重矿物的相对含量逐渐升高。同时，物

源区不同，所包含的重矿物类型也不同。因此可以依

据重矿物组合类型和稳定系数来确定碎屑岩的母岩

性质和物源方向
［5 ～ 7］。

对研究区 8 口钻井城子河组和穆棱组 2 个层位

的 182 个样品采用重矿物代表值法分别进行重矿物

特征分析，即用某井同一层位的全部样品鉴定结果中

各重矿物百分含量的算术平均值，来代表该点该层位

重矿物组合类型和百分含量
［8］。求取代表值的样品

数越多，其代表性越强。为了保证统计结果的准确

性，本文全部使用岩芯资料，绝大多数代表值的求取

都使用了 10 个以上的样品，以求能够可靠反映其重

矿物总体特征。
研究区内共鉴定出陆源重矿物 16 种( 表 1) ，其

中超稳定重矿物和稳定重矿物有锆石 ( 3． 63% ～
51． 72% ) 、电 气 石 ( 0． 04% ～ 2． 40% ) 、白 钛 石

( 2． 05% ～ 15． 90% ) 、石榴子石 ( 0 ～ 10． 59% ) 、钛铁

矿( 0 ～ 10． 73% ) 、磁铁矿 ( 0 ～ 5． 49% ) 等。中等稳

定、不稳定和极不稳定重矿物有黑云母 ( 0． 08% ～
43． 95% ) 、绿泥石 ( 0． 07% ～ 21． 14% ) 、绿帘石 ( 0 ～
28． 44% ) 、磷灰石( 0 ～ 12． 1% ) 等。
5． 1 稳定系数分析

重矿物稳定系数是稳定型重矿物相对含量与不

稳定型重矿物相对含量的比值
［8，9］。稳定系数越高，

矿物成熟度越高，离物源越远，反之，稳定系数越小，

矿物成熟度越低，搬运距离越短。因此可以利用稳定

系数大致确定其搬运方向及搬运距离。
( 1) 平面分布

根据研究区的重矿物类型，分别计算出城子河组

和穆棱组各井的重矿物稳定系数( 表 2) ，并结合古水

流方向和地震前积方向作出稳定系数等值线图 ( 图

8)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城子河组时期稳定系数普

遍较小( 0． 2 ～ 2． 4 ) ，说明搬运距离都较短。由图 8
可得，北部盆地自南向北稳定系数逐渐增大，推测物

源方向大致应为由南向北。南部盆地的北部边缘自

北向南稳定系数逐渐升高，推测物源方向应为由北向

南，同时，在西部边缘自西向东稳定系数逐渐增高，物

源方向应为由西向东。

表 2 城子河组和穆棱组各井重矿物稳定系数

Table 2 Sta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wells in Chengzihe
and Muling Formation

井号
重矿物稳定系数

K1 ch K1m
鸡 D6 0． 7 1． 1
鸡 6 0． 2 0． 4
鸡 1 0． 9 1． 6

鸡 D3 2． 2 6． 1
鸡参 1 2． 4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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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城子河组和穆棱组重矿物稳定系数等值线图

Fig． 8 The stability coefficient isopach map of Chengzihe and Muling Formation

穆棱组时期稳定系数较城子河组时期高，除鸡

D3 井稳定系数较大，为 6． 1 以外，其余各井稳定系数

分布在 0． 4 ～ 1． 6 之间( 表一) 。该时期，盆地基本延

续了城子河组的物源方向，只是影响范围有所变化

( 图 8) 。
( 2) 垂向分布

对鸡 D6、鸡 6、鸡 1、鸡 D3、鸡参 1 井城子河组和

穆棱组稳定系数做柱状对比图( 图 9) ，从图中可以看

出，鸡 D6、鸡 6、鸡 1、鸡 D3 井从城子河组到穆棱组稳

定系数均增大，其中鸡 D3 井增大的最多; 只有鸡参 1
井稳定系数明显减小。究其原因，可能是穆棱组时

期，整体湖盆扩大，盆地西北部 ( 鸡 D6、鸡 6 ) ，西部

( 鸡 1) 、西南部( 鸡 D3) 物源区相对退后，搬运距离变

长所致，特别是鸡 D3 井附近，稳定系数明显增大，表

明源区相对于沉积盆地退幅较大。盆地东南部 ( 鸡

参 1) 附近，结合地震剖面，存在的东南部物源影响范

围变大，至穆棱组时期已影响到鸡参 1 井附近，故表

现为稳定系数减小。
以上研究表明，穆棱组时期湖盆范围扩大，物源

继承了城子河组时期的供给，西部物源相对于沉积盆

地后退，但是盆地东南部物源影响范围较城子河组时

期明显变大。

图 9 鸡西盆地部分井城子河组和穆棱组

重矿物稳定系数对比图

Fig． 9 Stability coefficient comparison chart in Chengzihe
and Muling Formation of Jixi Basin

5． 2 重矿物组合类型

碎屑沉积物中重矿物的总体特征取决于母岩的

性质、水体的动力条件和重矿物的搬运距离
［9］。在

物源相同、古水流体系一致的碎屑沉积物中，碎屑重

矿物的结合具有相似性; 而母岩不同的碎屑沉积物则

具有不同的重矿物的组合( 表 3) 。因此重矿物种类、
组合类型及其变化可反映沉积物物源、源区岩石类型

及沉积搬运路径。
此次采用了 Q 型聚类分析进行重矿物组合分

区，即通过确定样本间的相似程度而对样本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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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城子河组时期重矿物组合特征

Fig． 10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Chengzihe Fomation

图 11 穆棱组时期重矿物组合特征

Fig． 11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 characteristics of Muling F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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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母岩的重矿物组合(据何玉平，2006)

Table 3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 in different parent rocks
(after He Yunping，2006)

母岩 重矿物组合

中酸性岩浆岩 磷灰石、独居石、金红石、榍石、锆石、黑云母

中基性岩浆岩 磁铁矿、白钛石、钛铁矿、少量辉石、角闪石

酸性侵入岩 黑云母、锆石、磷灰石、榍石

中高级变质岩 绿帘石、石榴石、蓝晶石、绿泥石、锆石、黑云母

低级变质岩 白钛石、蓝闪石、蓝晶石、绿泥石、黑云母、锆石

沉积岩 锆石、电气石、金红石

类
［5，10］。在确定各地区的重矿物组合类型时，运用了

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
通过分析，将城子河组时期盆地大致划为西南部

( 主要由鸡 1、鸡参 1、鸡 2、鸡 D3 井控制) 和西北部

( 由鸡 6 井控制) 2 个重矿物组合区。西南部组合区，

重矿物以锆石、磁黄铁矿、白钛石、黑云母为主，其次

为磁铁矿、磷灰石、绿泥石。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并

结合各种矿物的百分含量可确定该地区主要重矿物

组合 为: 锆 石—磁 铁 矿—石 榴 子 石、钛 铁 矿—白 钛

石—绿泥石—黑云母。第一种类型的重矿物组合是

该地区的主要类型。两种类型的组合反映的母岩类

型均为中高级变质岩和中基性岩浆岩( 图 10，表 3 ) 。
西北部鸡 6 井主要的重矿物组合类型为磁黄铁矿—
锆石—白钛石，其中磁黄铁矿含量极高，为低级变质

岩( 图 10，表 3) 。
将穆棱组时期盆地大致划为西部 ( 由鸡 1、新鸡

D2、鸡 6、鸡 D3、鸡 D6 井控制) 和东南部( 由鸡参 1 井

控制) 2 个重矿物组合区。西部组合区，重矿物以锆

石、磁黄铁矿、白钛石、黑云母、绿泥石、绿帘石为主，

其次为钛铁矿、石榴子石、绿泥石、磷灰石。利用因子

分析的方法，确定该地区主要重矿物组合为: 锆石—
磁铁矿—石榴子—磷灰石，反映母岩类型为中高级变

质岩、酸性侵入岩和中基性岩浆岩，次要重矿物组合

为: 白钛石—绿泥石—绿帘石—黑云母，反映母岩类

型为中高级变质岩和低级变质岩 ( 图 11，表 3 ) 。东

南部鸡参 1 井主要的重矿物组合类型为黑云母—锆

石—钛铁矿—磷灰石—磁黄铁矿—磁铁矿，反映母岩

类型为中基性岩浆岩和中酸性岩浆岩( 图 11，表 3) 。

6 物源分析

通过古水流、地震剖面、沉积相并结合重矿物组

合特征，认为城子河组和穆棱组沉积时期盆地大致存

在西部和东南部两个方向的重要物源。其中西部物

源又分别从西北、西部和西南 3 个方向注入盆地。具

体表现为:

( 1) 城子河组时期，古水流、地震剖面及沉积相

图显示物源主要来自盆地西北、西部和西南部地区，

总体呈自西向东向盆地内推进，其中西部物源自恒山

隆起一带进入盆地后向两边撒开，分别进入南部盆地

和北部盆地。盆地东南部也存在一个物源，但是影响

范围相对较小。通过重矿物组合确定南部盆地母岩

类型主要为中高级变质岩和中基性岩浆岩; 北部盆地

鸡 6 井附近母岩类型主要为低级变质岩。对比发现

该母岩岩性与张广才岭造山带基本一致，说明西部物

源主要来自小兴安岭—张广才岭造山带。同时，重矿

物组合特征未显示出盆地存在东南部物源，但地震剖

面上已有前积结构显示( 图 5B) ，因此，推测是由于城

子河组时期该方向的物源尚未影响到控制井位。
( 2) 穆棱组时期，古水流、地震剖面及沉积相图

显示该时期物源基本继承了城子河组时期的物源供

给，盆地仍存在西部和东南部两个主要物源。重矿物

组合特征显示，盆地西部的母岩类型主要为中高级变

质岩、低级变质岩、酸性侵入岩和中基性岩浆岩，这与

小兴安岭—张广才岭造山带一致，因此，盆地西部物

源主要由小兴安岭—张广才岭造山带提供。而盆地

东南部母岩类型为中基性岩浆岩和中酸性岩浆岩，通

过对比认为盆地东南部物源主要来自延吉褶皱带。
并且在该时期，从地震剖面和钻井重矿物特征上发现

该方向上的物源对盆地的影响从城子河组至穆棱组

逐步扩大，最远可延伸至鸡参 1 井附近。

7 讨论

通过斜层理、砾石扁平面产状、地震剖面的反射

特征，比如前积结构等可以判断古水流方向，进而判

断物源方向; 通过沉积相展布规律也可推断盆地物源

方向。而根据重矿物类型及组合特征等可以确定母

岩岩性，进而确定物源区，虽然碎屑岩中的重矿物在

搬运、沉积和成岩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而重矿物的组合特征也受多种地质因素影响，但

其仍可反映物源的分布
［11，12］。本文通过重矿物组合

确定盆地西部的母岩类型主要为中高级变质岩、低级

变质岩、酸性侵入岩和中基性岩浆岩，而盆地西部的

张广才岭造山带是古生代时期形成的一条长达 800
km 的具陆缘岛弧性质的构造杂岩带

［13］。其基底岩

系新元古代张广才岭群为一套浅变质的陆源碎屑

岩—碳酸盐岩—中基性火山岩建造。晚古生代—早

中生代地层包括晚石炭世唐家屯组、早二叠世青龙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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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晚二叠世五道岭组和中侏罗世太安屯组。唐家屯

组岩性以强片理化酸性、中酸性火山岩为主，夹少量

中性火山岩及片理化变质的正常沉积岩。青龙屯组

岩性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夹凝灰砂岩及凝灰质板岩

组合。五道岭组下部中性火山岩段以中性火山岩为

主; 上部酸性火山岩段以酸性火山岩为主，两段均夹

中酸性火山岩及正常沉积岩薄层。太安屯组下段以

凝灰质砂岩、凝灰质砾岩及正常沉积岩为主夹中、酸
性火山岩; 上段以中性—酸性熔岩为主夹沉积岩

［14］。
因此，虽然通过古水流和地震剖面发现西部存在西

北、西部和西南 3 个方向的物源，但通过岩性对比发

现，这几个物源方向的母岩性质与张广才岭造山带基

本一致，说明西部 3 个方向的物源都主要来自张广才

岭造山带。而盆地东南部的母岩类型为中基性岩浆

岩和中酸性岩浆岩，根据前人资料，在吉林东部延褶

皱带大面积出露中生代火山岩，且根据岩性特征可分

为三个火山喷发旋回，各旋回火山岩均属 SiO2 过饱

和的中基性—中酸性岩类
［15］。盆地东南部母岩类型

与其相吻合，因此盆地东南部物源主要来自延吉褶皱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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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nance Analysis of Chengzihe and Muling Formation
in Jixi Basin，Northea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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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outcrops，especially the arraying direction of gravel and various bedding structures revealed by
the outcrops，seismic data，core and heavy mineral data have been fully used to analyze the four key parameters that
indicate the paleo-provenance direction，which include paleocurrent directions，structural features of seismic reflec-
tion，stability coefficient，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 and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
tics of Jixi basin． Comprehensive studies show that the four parameters match well． There were mainly two prove-
nances located in the west and southeast of the basin，respectively，in Chengzihe Formation． The west provenance was
the main one，which provided sediments from the northwest，west and southwest to Jixi basin，and gradually headed
east while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at Hengshan uplift，entered the south and north part of the basin，respectively．
After analyzing depositional system of heavy minerals and comparing the types of circumbasin parent rock，west prove-
nance was thought to be primarily from the orogenic belt of Xiaoxingan-Zhangguangcai Range． Progradation configura-
tion in the seismic profiles pointed out that upon the southeast of the basin there existed another subordinate prove-
nance with less influence，which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secondary prove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Muling Forma-
tion，the paleocurrent characteristics revealed that the main traits formed in Chengzihe Formation were mostly inheri-
ted，i． e． the basin still had two separate provenances，but the provenances relatively retreated，showing transgression
from Chengzihe to Muling Formation，meanwhile，the range of the lake basin became larger． The southwest prove-
nance had a bigger impact area compared with Chengzihe Formation． The features of heavy mineral assemblage reflec-
ted that the types of mother rock from the west part of the basin were consistent with orogenic belt of Xiaoxingan-
Zhangguangcai Range，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west provenance mainly came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orogenic belt，
while the mother rock types from southeast site were consistent with Yanji fold belt，illustrating that southeast prove-
nance mainly came from it，gradually augmented its influence on development of Jixi basin from Chengzihe Formation
to Muling Formation．
Key words: Jixi Basin; paleocurrent; Chengzihe Formation; Muling Formation; proven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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